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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繁白县历史悠久，人才荼萃，教育源远流长。一部教育史志就是社会发展的

缩影。编写《繁民县教育志))，回顾历史，展示当代，告慰先贤，激励后人，是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tE.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件大事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值得

庆贺。

教育是振兴民族大业的根基，历米受到重视。南唐升元年间开始设立繁吕县，

其时便创立繁昌县学-一一学白:明清时期塾馆、书院风起云生:清末兴办学堂，

推广新学:民国时期教育发展加快，教育体制白发生了重大革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接管、改造旧的教育，鼠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受到很大冲击，但

自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主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教育事业有了空

前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县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更是令人瞩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县开始有步暖地实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

扣除青壮年文盲规划，并经历了"两基"验收、教育体制转轨、课程改革等许多

历史性的事件。每一事件莫不凝聚着县委、县政府的正确决策、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经过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如今教育终于走上了良性发

展轨道:

…是确立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兴教之风蔚然而起，关心支持教

育，已成为政府行为和社会共识。

二是教育质量意识深入人心，教师队伍趋于稳定，教师素质不断提升，教育

教学质最有了很大提高，并赢得了杜会的广泛认同。

三是"两基"达标以后，继续抓巩固提高，教育设备设施大量添置，己能满

足教育教学需要，教育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四是合理地进行学校布局调整，教育经费足翻到位，教师工资财政支付有了

根本性改变，并按期足额发放。
'EA 



总结历史，展盟未来，我们深感任章而道远。

教宵是社会公共事业，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宵。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

对教育的希盟也越来越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教育，要强化教育法规意识，进

…步落实新的义务教育法，规范教育行为，全国洛实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教

育管理体制;要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城乡一盘棋，均衡发展教育;要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提升教师素质，重塑教育形象，使教育和谐、持续发展。

编写教育志目的就是"存史、借鉴、励人"我们尊重历史，借鉴历史，总结

过去，继往开来。我们耍以务实的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工作，谱写新的历史篇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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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编寨人员的艰辛努力， <<繁自县教育志》终于编写完成，即将付梓。批阅

之余，抚今追昔，感慨颇多。

盛世修志，资史宵人。《繁昌县教育志》的编写，不仅是繁吕教育史的再现，

而且是繁自教育经捡的高度总结 o

繁吕教育源远流长，经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

南唐升元年间，我县就创办了县学一一"学宫"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明清两

代，官方设书院，民间办私塾。私塾、学宫、书院，为传承古代历史文化、培育

文化教育人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推广新学，我县于 1906 年创办了第…所新式学堂一一

繁白宫立南等小学觉。其后，公立、私立小学堂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民国时期，理顺了教育管理体制，一些有识之士，热衷于兴办学校，尤其是

民国初年的张世英女士兴办了私立女子小学，其精神令人钦佩。 1936 年繁昌农业

初中的创办，虽时间短暂，但标志着我县中等教育的开始。抗日战争至 1949 年 4

月，虽然连年战争，时间混乱， {旦县立初中却能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些小学仍

能维持现状，坚持上课，可见我县人民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渴求。

1949 年 4 月我县解放，人们欢欣鼓舞，政府开始接管、改造教育，学校向工

农开放，既狠抓基础教育，建立正常的教育秩序，又大力开展扫盲和职工教育，

从此教育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虽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场曲折，但自党的十

一届三中金会后，教育走上了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现

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茵的宏伟目标。进入 21 世纪，我县

进行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科学

规划，合理调整了学校布局，扩大办学规模，整合教育资源，加强学校管理，大

力优化办学条件，大大提升了办学效益。

。
飞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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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教育历史悠久，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岖心沥血，无私

奉献，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培养了…代又…代英才，对社会发展、文化传承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业绩足以载入史册。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总结教育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米来。而今"教育优先发展"巳成为社会的普

端共识，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积仁为德，积德为替"，真正把中华民族优

秀教育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培育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作为自己终身事业，孜孜不倦，甘于奉献。

《繁吕县教育志》是我县第…部教育通史，上起南唐升元年间，下限 2007 年

底，历时一千余年。编者本着"存史、借鉴、励人" 的实事求是原则，查阅了大

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很多教育前萃，采取"横分门类，坚向叙述"的方式，全

面系统地记载了我县各级各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变革与发展，内容相当丰富。

编写教育通志，是项浩繁的工程。这里饱含了编第人员的心血和智慧，也凝

聚着全县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关怀。值此《繁昌县教

育志》即将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与崇高的敬意。

繁吕县教育局局长 t 均列
2011年10月 28 日

…4叩



繁晶息数肯走 自豪

目 录

凡 19~""" •.• •.• ••• •.• 
阁片....................... .…....... .….............. ..….... •••••• ................….. .......….. 3 

概述…………………............ .…..…………………...... •••••••.•••• ••••••••• ........... ..11 
大事记…......... .................... ••••• 11 11 11 11 ....... 11" 11" .."'.. 11 ................. 11..... 11" 11...... •••••• ...…25 
第…意私塾学宫书院摸他.. 11 11....….. .........…11....".. ..….............. 11.......…........49 

第一节私熟11" 111. 11' 11..111.. 11" ••• 11 11 11.... ••••• 11.... 11....….. ••.••• ••..•• 11 …11 11 11................. .....….49 

第二节学宫........……. ••. •.. ... ... .•. •.. ... •.. ..•••. •.. .••••• ••• ••• ••• ••• ••• ••• ......... ...53 

第二节书院………........……… 11 11" 11.... 11" 11....…………………·…..................55 
第四节其他………11.......... 11.... 11....…11.' 11 11...... 11" 11 11" 11 11…11 ••• 11" 11 11………................59 

第二童学前教商…................ ..••••.• 11" …… 11" 11 11....…………...............................61 
第…节概况….. 11" 11..... 11" ....…………………………….. ••••• 11 11" 11....….........… '61 
第二节学制课程教材11...11.. ..…'" 11 11 11" 11.... 11 11 11 •••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65 
第五节幼儿回选介11' 11 11" 11 •••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66 

第二三章 小学教育…

第一节概况.......................................... .•. .•••..... .•••.•••• .......... .....….......73 

第工节学制课程教材........ .…............. ••••••••.•..•....• ........…....... .… .'93 

第五节学校选介…..

第四节特殊教育…·

第四章初中教商…...... ..…........…………..... ..…..... .....….........................151 
第一节概况....... .……….... .....……. .................…....... ..…........ .…… .151 
第二节学制.课程.教材... .....….......................................................165 
第二三节 学校简介…............... ....................….... .....…. ••• .....…..........175 

第]i章高中教商..................... ..………....... .…............... ....……..... .............197 
第一节概况………………………………………………………………………197

第二节学制.课程.教材…...............................................................201

第二节学校简介…....... .…........... .......….......... .…... .......... •••••• ••• ...…209 

第六章 中等职业教商………………................ .….............. .…...................221 
第一节职业中学…............. ..…... .....…. ......…........................... ..… '221 



繁晶息数赏走 目亵

第二节师范教育……………………...... .…...............………….......…….229 
第七章成人教商………………...... ..………….......... ••••• 4p........…................233 

第一节 中共党员教育 .. 
第二节农民教育......... ......................................…....... .… ...............235 
第二节职工教育……......... ••••••••• .....….........…...............................240 
第四节成人学历教育……………………........………............................241

第Ji节老年教育…...... .…........... ••••.••.• •••••••••• "'.………… ..................246 

第八章校舍设施与设备……...... ..……………………………………………… .247 

第一节校舍设施…………………………........…'" ........…… ...................247 

第工节教学设备…

第二三节 图书资料…...................... .….............. "'..................…..........254 
第四节教宵电视台教育倍息网............. "'....…………....... .……..........255 

吁
，
呻

4
0
6

叩
t
n
u

《h
V
A
吱

Q
U

K
J
M
M
h
d
w
h
U

户
。
呻

t

叩
t
Q
U
Q
d

q
品
少
翩
。
，

"
9
"
q
i
M
q
'
'
M
9

阳
。
，
，
"

用
历
称
训
遇
程

任
学
职
培
待
工

况
师
师
师
师
师
师

师
概
教
教
教
教
教
名

教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一
一
一
一
…
一
四
五
六
七

章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九第

第十章教商科研.............. .…............... .….............................. .…..........303 
第…节教研机构……剿…..... ....…............................................... .…..........303 
第二节学术团体 .. 
第二节教育科研…................................ .….....................................306 

第十…章教育经费·

第一节经费来源 .. 
第二节经费支出…..............…........ .…. ........…................ .…...... .… '362 
第三三节 财务管理…...... ...................................…............................368 
第四节勤工俭学.......…..... ....…................ .…................ '"……………'369 

第十二章体商卫生艺术….......…........

第一节体育... .....,.............."..,.......………· 

叶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卫生...........................".，............ .…...............….......….......406 

第三节艺术…………............................... .……… ............................409 

第十五章教育管理…………"."，..， ..…………………………........………..........415 
第一节县级行政管理机构........……....... .………….........………...........415 
第二节 乡镇管理机构......…...""..."......................................… ..........427

第三节学校管理机构............. ..….......... ........…...............................432 
第四节行政管理……......" ..……............. "..……........... ...........……….436 

第五节品德教育................ .……....... ..…·………….......…………........442 
第六节招生.考试.学籍管理............ ..……………….... ....…….......…·…456 
第七节教育视导....................................... ..................................叶46创5 

第十四章党、群组织................ .……………....... ..……….................... .… '46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钮织........….... ....................………................. .… .467 
第二节 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479 

第二节群团组织........................................................…........…… ..480

第十五章人物…........…...................................................................489

第一节人物传..............……….... ••••••••• ....................…...................489 
第二节人物简介………....... ..………. ".... ••• "......……............ .………… '515 
第王节人物表……·

附录 .. 

文件辑存………

一史料辑存…................. .…....... ..…...... .……......... .............………..599 

校外教宵基地简介…..................................................................623

四驻繁广矿学校…….....................................................................627

五繁国…中校歌……………....... .…..................…............................629 

资料采集人员 .. 

编篡始末………·
教师书面选辑............ ".....................…...................................................635 

qd 



繁晶息数宵足 凡例

凡例

、本志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力图较全面地记述本县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期

达"存史，借鉴，励人"之效。

二、本志取材涵盖本县境内的各级各类教宵。记史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的原则，着重记载现代本县教育历史和当代教育现状，上溯囚史料记载而异，下

限 2007 年底。

二、本志篇日结构，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通则，横分门类，纵向

记述。按类平行设十五章，章以下设节、目，共主级标题。

列照片、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亚文、人物:设附录，以辑存史料文献、

意要规章制度、校外教育基地简介、驻繁广矿学校简介和教师书面施辑等。

大事记，以时间为序，纵贯古今，编年与记事相结合。

四、本志资料，多来源于本县教商局档案宽、教商局各科蛮、全县各级各类

学校、繁吕教育信息网、清道光六年 (1826) ((繁昌县志》和 1993 年 10 月版《繁

吕县志》、《繁自文史资料》、《安做省教育史》、《芜湖市教育志》、《中罔共产党繁

晶县组织史资料》、本县部分乡镇志、有关教育史料书刊、本县档案馆以及部分教

育前辈的回忆等。

建回后的统计数字主要以上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其他依据县教育局和各级

各类学校提供的统计数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周成立前用汉字先写朝代、年号，后在括号内用阿

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并省"公元"及"年"字:新中国成立(即 1949 年 4 月

21 日本县解放)后，均采用公元纪年。

文中因事系人时，直书姓名，必耍时冠以职务。机构名称，如中罔共产党繁

吕县委员会，简称中共繁吕县委或县委:中央教育部(回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

教学计划，简称部颁(或国家教委颁发)教学计划: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扫盲")简称

"两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等。

六、本志表随文设，不再单独列表于附录。

七、本志幼儿园、各级各类学校简介:幼儿因为现有的公办幼儿园和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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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晶号教育过 凡例

教学计划，简称部颁(或国家教委颁发)教学计划;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基本扣除青壮年文盲(简称"扫盲")简称

"两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等。

六、本志表随文设，不再单独列表于附录。

七、本志幼儿园、各级各类学校简介:幼儿因为现有的公办幼儿园和规模较

大或有一定特色、一定影响的民办幼儿园:中、小学为现有的中心小学和现有的

中学(含职业中学)，另外边介了部分 1950 年前后创办的小学，或在县内、乡镇

内有一定影响、具有一定规模、成有某些特点的各级各类(包括已经停办成撤销

的)学校。

八、本志例循"生不立传"的通则，所设"人物传"清朝以前多为本县科举

中榜人物:近现代的仅限在本县或本县籍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且具有一定影响，

成为本县教育作出…定贡献的作宙人物。

"人物简介"则广收在本县成本县籍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且具有副教授以

上职称，戚在教育界有…定影响的人物。另选录了部分解放前作古的科牢中榜人

物或教育名人。

"人物表"收录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省政府津贴人员和历代科牢中榜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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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资料

峨山初中少先队员石锋(后正中) , 
2004年评为第九届 "全国十佳少先队员"

并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

…函E主.~省跑回·

2002年6月 1 2 日 ， 国务院总理朱锦基 (后

右二)视察长江大堤时， 称赞本县小洲新镇幼

儿园 "办得好" 并与孩子们合影。

2005年 3月 23 日 ， 省委书记郭金龙(前
2006年 4月，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左

中)在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 、 繁昌县委书记
前)考察本县农村远程教育和中考改革工作。

朱诚陪同下视察县一中 。

1996年全

省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提

高工作现场会

在本县召开。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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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组画室圃' 图片资料

2006年 12月，本县"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 ) 工作接受国家复

查验收。图为验收组在昕取汇报。

始建于明

代嘉靖 四十五

年( 1566) 座

落在城关一 小
内的夫子庙大

成殿。

1995年起，本县适

龄儿童、少年百分之百

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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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资料 …函噩噩主黝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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